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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底，我啟程前往匈牙利參加「羅姆
人宣教研討會」。當抵達首都布達佩斯的國際機場

時，隨即看見一位身材矮小的外籍男子，眼神閃

縮，在機場大堂內走來走去。這邊看看垃圾箱，像

在拾荒；那邊望望長椅子，像期望找到旅客遺留下

來的零碎東西。他的舉動，引來大堂內旅客們的注

意，加強留意自己的行李和手提包。在沒有收穫

下，他溜到機場大樓外面去，我的目光遂隨著他轉

移到窗外；看著他的背影，心中泛起一句話：「難

道他就是羅姆人？」

「羅姆人」(Roma)又名「吉普賽人」(Gypsy) ，
他們也被稱為「國際孤兒」，因為他們在國際中經

常被排斥，甚至出現了一種國際性的「羅姆人排斥

現象」(Roma Exclusion)，就像過去四散在全球多
個國家中的猶太人和華人一樣，被不同的國家及民

族排斥。不同之處是，猶太人現今有以色列地可以

立國為家，華人也可擁抱神州大地以祖國為根；而

羅姆人卻到今天仍是無國無根之民。昔日，羅姆人

四處流徙，是因為民族特色和文化傳統；今天，他

們無安居之所，卻是因為國際間的偏見、排斥與欺

壓。在他們當中，最常見的是教育不足、無人僱

用、低薪剝削、沒有生計、偷竊搶掠、淪為娼妓、

販賣人口、濫藥酗酒、少年早婚、家庭暴力、青少

羅姆人的異象
譚文耀

年問題接踵而來；「羅姆人」，成為被社會厭棄的

一群麻煩製造者。

驚訝的發現

抵達布達佩斯後，我立即購買特惠巴士多程車

票，在會議未開始前，走到社區人群中間，實踐最

貼身的文化接觸與體驗。我進入一所小型的超市，

服務員面帶笑容款待，使我在購物時感到格外親

切；然而這情況卻不能維持，當我好奇的詢問店內

有否售賣有關羅姆人或吉普賽人的書刊或雜誌時，

服務員突然臉色一沉，然後轉為向我呼喝：「後面

有人買東西，你快點付款！」何等莫名奇妙！何以

一提起羅姆人就要我快些離開呢？其後，我走到附

近幾間書店，查詢有關羅姆人的著作，店員竟然從

一處擺放不良刊物的地方，拿出一本販賣羅姆人兒

童的色情刊物給我！何等的侮辱！慶幸在另一間書

店，我買到了一本現代傑出羅姆人的傳記。書中一

個關懷羅姆人運動的圓形標誌，貌似放射式的圓形

彩虹，這仿似是羅姆人的苦情從天上被看見了的記

號。何等令人興奮啊！

國際關懷羅姆人運動

感謝我們在天上的父，因為列國諸王的心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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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手中隨意流轉，祂實在是照顧在患難中「孤兒」

的神。原來父神早在2005年已經興起了一個國際性關
懷羅姆人的新運動，名為The Decade of Roma Inclusion 
(Deshbersh le Romengo Anderyaripnasko in Romani)。
這運動參與的國家包括：阿爾巴尼亞

( A l b a n i a )、波斯尼亞 ( B o s n i a )、黑塞哥維那
(Herzegovina)、保加尼亞(Bulgaria)、克羅地亞
(Croatia)、捷克共和國(the Czech Republic)、匈牙
利(Hungary)、馬其頓(Macedonia)、蒙特內哥羅(又
名黑山共和國Montenegro)、羅馬尼亞(Romania)、
塞爾維亞(Serbia)、斯洛伐克(Slovakia)、西班牙
(Spain)；而斯洛文尼亞(Slovenia)和美國則以觀察者
的身份參與。在整個國際運動中的重點有七方面:

1. 計劃國家行動(National Action Plan)
2. 政策協調(Policy Coordination)
3. 交流經驗(Exchange of Experiences)
4. 修正及展示進展(Revis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Progress)
5. 羅姆人的參與(Participation of Roma)
6. 提供資訊(Provision of Information)
7. 專家支援(Expert Support)

這運動集合了上述十多個歐洲國家的力量，優

先改善羅姆人的教育、住屋、就業和衛生等多方面

的需要，致力帶動歐盟各國公平對待羅姆人。當整

個十年運動將要完結，大會在回顧與前瞻的文獻

中，借用了沙士比亞名著「哈姆雷特」的一句獨

白：「To Be or not to be…」作為回顧的起點。經過
近十年的探討和努力，羅姆十年(Roma Decade)運
動的委員會提出了一個深層次的反省，就是在2015
年羅姆十年時代運動之後，大家當怎樣回應：「繼

續，還是放下？這就是問題的所在。」歐洲多國

元首如此發問。今天，我們華人教會也同樣會問：

「為何我們要投放大量資源？為何要去關心一個幾

乎是名字也未曾聽過的群體？當代基督徒向未得之

民有效的宣教策略又是甚麼呢？」

跨越群體的宣教事工

參加是次羅姆人宣教研討會， 使我再思父神在

歷史上向未得之民宣教的作為。學者一般把宣教工

作發展進程略分為四個時代性的階級：

1. 跨越重洋的時代：最早期宣教士必須跨越海

洋和洲際大陸的阻隔，才能接觸到未得之民，向他

們傳揚福音。

2. 沿海佈道的時代：稍後，宣教士沿海岸延伸

其宣教工作，向沿海城鄉居民佈道。

3. 進入內陸的時代：再進一步，宣教士進入內

陸，向交通比較不便的地區，包括山區進發，向蠻

荒部落土人宣教，幫助他們創造文字及建立生活文

明。

4. 群體宣教的時代：從文化人類學角度看宣

教，以不同文字語言、生活習慣、社交模式、祖先

傳統和文化經驗，定義出不同

群體，宣教策略就更全面發

展，並由「跨越地理」踏進

「跨越群體」的新里程。

羅姆人宣教的挑戰，就是

一種「跨越群體」的宣教事

工；「人」就是宣教事工的

羅姆十年圓形彩虹標誌

現代的傑出羅姆人

羅姆人被誤解為一群麻煩製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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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而人最大的需要仍然是「愛」。「羅姆人」

(The Roma)這名稱在他們的語言本來的意思就是
「人」，這是他們的心聲，期望世界看待他們是一

個人，給他們人的「尊重」和「愛」。在大會中，

我深深見證這樣的愛。王永信牧師因感受到神深愛

羅姆人的心懷，所以領我們唱了一首改編的短歌，

調用英文兒童詩歌「耶穌喜愛小孩」(Jesus Loves 
The Little Children)，茲錄於下：

Jesus Loves All the People
Jesus loves all the people

All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Roma, yellow, black and white
They are precious in His eyes

Jesus loves all the peoples of the world

愛心的服侍

我們當怎樣裝備自己在愛中服事羅姆人呢？相

信王永信牧師給了我們美好的典範。在大會期間，

他經常刻意把自己隱藏在台下，卻把台上大部分時

間，安排給羅姆年青牧者和領袖們。他們帶領聚

會、敬拜、講道，更邀請許多羅姆基督徒站在台上

分享信仰經歷、生命見證和事奉經驗，王牧師就是

這樣將羅姆人帶到世界各地的教會領袖面前。這份

感染力，使幾天的聚會在彼此尊重與愛中完成。在

會中，我時常看到神的工作，參加者都樂意隨時接

受任命，為主努力，過彼此相愛的生活。有姊妹臨

時被邀請協助為分組討論的組員作翻譯，有人起來

幫助安排電腦和資訊傳輸，又有人自願協助飯前收

集餐券，更有人主動起來為有需要的肢體健康祈

禱；在會場中每個角落，都看到羅姆人和各民族參

加者歡笑著拍照留念、彼此祝福問安。這是何等的

善，何等的美啊！ 在大會尾聲時，因著父神和基督
僕人們對羅姆人的愛和尊重，聖靈賜下同心合一的

靈，所有羅姆人參加者都一起承諾願意委身，接這

福音的棒，帶領羅姆基督徒繼續向羅姆人和其他民

族宣教。

羅姆人宣教策略

談到向羅姆人宣教的策略，會隨著時代和需要

而轉變。我認識從事宣教工作已不再是單單差派

一、兩個宣教士單位到工場去就完滿了，更重要的

是教會的會眾能各按其職，發揮所長，運用創意，

以其所有的工作

經驗，甚至專業

訓練，一起與羅

姆人現存教會牧

者及宣教機構同

工通力合作，

建立持久的宣

教策略伙伴關係。因為羅姆人比較信任羅姆人，所

以華人教會與羅姆人教會合作發展羅姆宣教事工，

就能事半功倍。若華人教會內每個單位，即個人、

小組團契或牧區部門，都能按著恩賜專材配搭，自

行組隊，人數不限，先經教會差委會認可，再由大

使命中心或各差會作培訓、協調與安排，每年最少

一次輪流被差派到一些羅姆人工場，逗留約一至兩

星期，有系統地與當地羅姆人伙伴教會合作服侍，

在基督徒翻譯員的協助下，努力發展羅姆人基督教

學校教育、青少年職業及生活指導、成年家庭及創

業培訓、社區全人衛生教育及專科醫療服務等，並

以巡迴方式，提供多元化流動教育及社區醫療服

務，藉此造福羅姆人及向他們傳福音。另一方面，

還可與羅姆人神學教育同工合作，綜合多元化訓練

及神學培訓於一身，發展「基督教流動綜合教育模

式」，凝聚一股「全民配搭的流動宣教新動力」。

願主祝福我們華人教會，能以基督心懷感受羅

姆人的福音需要，並按各人所得的恩賜，如火挑

旺，彼此配搭，積極以行動回應羅姆人宣教需要，

是所至禱，誠心所願！

（作者為心理治療師、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宣教委員會副主席、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宣教士輔

導及評估服務督導）

羅姆聖經公會及福音動員會出版的資源
免費送贈給大會出席人


